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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期課程安排 

此次在金門的移地教學工作，規劃在 9 月初正式開學之前進行，並在正式前

往金門之前規劃兩天的實體課程，讓學生有田野調查相關的先備知識，建構環境、

文化之永續發展的相關理論基礎，並提供學生實際進入場域時，所具備的基本能

力。 

此次有文化資源田野調查實務和永續環境規劃與社區營造實務兩門課程聯

合參與移地教學工作坊，因此行前的室內課程也由兩門課程的四位老師向學生們

授課。課程內容的規劃分成環境與文化兩個面向，環境方面由黃書偉老師講授社

區形成與發展的理論、社區實質規劃、鄰里單元之形成與演變、地區意象與都市

設計，以及社區總體營造諸多案例的分享；而文化方面，由江天健老師、榮芳杰

老師和楊宗翰老師依據各自的專業領域向學生進行課程，課程內容包含老屋活化

再利用的涵意和實際案例、口述歷史的介紹與操作實務、永續發展觀點下法律與

政府部門在地方創生發展和文化資產層面中的角色。老師們在授課之餘，也保留

與學生交流的時間，藉由問答與討論，激盪學生想法，並給予期末作品上一些建

議與方向。 

表 1、前期課程安排 

 8/30（一） 8/31（二） 

09:00-12:00 
黃書偉老師/永續環境規劃與

社區營造實務(1) 

黃書偉老師/永續環境規劃與

社區營造實務(2) 

12:00-13:2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3:20-15:20 榮芳杰老師/老屋活化再利用 楊宗翰老師/地方創生、文化

資源與永續城市：法律與政

府部門的角色 
15:20-17:30 江天健老師/口述歷史實務 

 

 

二、移地教學工作坊 

1.活動時間：2021.09.02（四）至 2021.09.08（三） 

2.參訪地點： 

為期七天六夜的工作坊除了規劃參訪與講座，也更具彈性地讓學生以分組

形式自行田野調查金門各地。此次移地教學也與清大金門教育中心合作，於清

大金門教育中心演講廳進行專題講座分享。期望藉由在金門地方實地觀察與親

身體驗的學習經驗，讓學生更能重視與探索地方的永續傳承與創新。 

 

日期 參訪地點 專題講座 

09/02

（四） 
 認識金門 (講師：林建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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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建築彩繪修復(講師：談宜芳

老師) 

09/03

（五） 

軍事遺址(講師：許純鎰老師) 

建功嶼 (講師：許純鎰老師) 

文化遺產調查與 GIS 應用 

(講師：許純鎰老師) 

09/04

（六） 
 

金門介紹與未來發展(講師：王國

泰老師) 

金門傳統聚落與洋樓建築(講師：

曾逸仁老師) 

09/05

（日） 

山后聚落 (講師：林建育老師) 

浦邊彩繪修復現場(講師：談

宜芳老師) 

 

09/06

（一） 
學生自行規畫參觀  

09/07

（二） 
學生自行規畫參觀  

09/08

（三） 
學生自行規畫參觀  

 

 

全體師生與清大李金振總監合影 

 

 

  



2021 金門移地教學成果報告書 

4 
 

3.場域參訪 

主要規劃的地點參觀了聚落建築、軍事基地遺址、舊建築修復現場。另外也

規劃了半日行程至建功嶼。以戰地地理位置來說，腰封地區是極其重要的防禦與

攻擊地區，過去具戰略規劃的意義。例如：腰封地區因地質關係，為金門最脆弱

之區域，所以為重要的守備位置。而因廈門的地理位置可居高觀察金門，所以金

門的軍事基地多為地底、康道等。聚落部分，因金門鄰近中國土地，早期多為中

國鄰岸的福建、潮州、廣東等族群過來金門開墾，留下了不少宋明清時期的閩南

式建築痕跡。而除了閩南式建築，在金門因土地貧瘠，難以種植民生作物，所以

男性只好南下發展，成為「出洋客」，導致部分回鄉的男性，在家鄉的建築帶來

了西式風格的建築語彙。而除了建築的風格顯現，那些出洋客因長期在東南亞地

區發展，所以在當地也會另組家庭，族群的混血出現了娘惹文化，成為金門新的

風貌。軍事遺址部分，透過進入早期地下坑道的探查，從破損倒塌的步道中，讓

學生看到地層的斷面，循序漸進的引導大家如何利用基礎的地理知識，去判讀過

去的環境，給予學生新的視角去解讀各種環境。而除了地理知識的運用，軍事全

面的總體規劃，也是在田野調查中，不可少的眼光。而金門島前往建功嶼的步道，

能看到豐富多元的潮間帶生態，也能看到不遠處正興建的金門大橋，作為瞭解金

門近幾年乃至未來的重大建設之開端。 

在參訪過程，除了講師的導覽與講解外，也讓學生自由發問，並在有初步的

瞭解後預留時間讓學生自行探索。而隨行的老師們也會提出、補充環境面或文化

面的相關知識做連結，讓學生一邊吸收，一邊尋找有興趣的議題方向，這也是此

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參訪地點 調查性質 教學主旨 

雙乳山 地理、歷史 

其位於金門腰封地區，為極重

要的軍事地理位置，老師帶領

學生走進據點，以坑道崩塌之

地，引領大家如何看見過去的

地質，讓大家透過地理的先備

知識，去發掘過去環境的關係。 

建功嶼 地理、歷史 

介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

漲退潮不同的島嶼面貌，並發

現其潮間帶的生態特性。並且

島上的軍事遺址也代表此處過

去具重要性的戰略位置。 

山后聚落 地理、歷史、建築 

山后聚落是晚清時期由日僑返

鄉建造的僑村，分為頂堡、中

堡、下堡，其中中堡的建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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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皆沿坡而建，其格局、型式、

排列整齊劃一，配合精緻的裝

飾與建築風貌，展現傳統建築

的工藝技術。而聚落四周的隘

門，形成嚴密自衛防禦空間。 

浦邊彩繪修復現場 建築、修復技術 

此修復現場是位於浦邊天后宮

後的私人閩南建築，主要帶領

學生觀察其空間格局，以及了

解實際彩繪修復之工序和注意

事項，並從中了解出洋文化，

在壁畫彩繪的內容與形象上的

影響。 

 

 

 

山后聚落 

 

山后聚落 

 

彩繪修復現場 

 

彩繪修復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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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乳山 

 

雙乳山 

 
建功嶼 

 

建功嶼 

 

 

4.專題演講 

此次工作坊的演講規劃了不同面向的主題，除了有金門的概述簡介讓學生對

金門有初步的概念，還有關於金門的土地利用規劃、閩南聚落和洋樓建築的講座，

讓學生進一步了解金門的閩南文化與現況發展。此外，還規劃了彩繪修復的主題，

以及地理資訊系統應用在金門軍事遺址的研究分享，使學生對於文化資產的修復、

維護和田野調查的工具使用、展現方式都有更深刻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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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專題講座 
 

全體學生與講師合照 

 

 

 

 

三、學生成果發表 

1.學生期末成果主題 

 

課程名稱 組別 成果主題 

文化資源田野調查實務 

周奕安、施雨萱 金門風獅爺 

胡蕙珊、邱薇帆、蔡孟桓 洋樓建築 

鄭家鈺、王羿涵 水車堵 

永續環境規劃與社區營

造實務 

胡蕙珊、邱薇帆、周奕

安、施雨萱 

以金門縣金寧鄉為主題

提出整體規劃報告書 

鄭家鈺、洪煒婷、羅孟

馨、王羿涵 

以金門縣金寧鄉為主題

提出整體規劃報告書 

 

 

2.學生期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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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末成果作品 

 

課程：文化資產田野調查實務 

組別 成果海報(和其他附件) 成果簡報 

主題：你看！

這 裡 有 隻

Quemoy 風

獅爺 

 

組員：周奕

安、施雨萱 

 

 

 

 

主題：重返南

洋的榮徽─

金門古洋樓

觀光導覽企

劃 

 

組員：胡蕙

珊、邱薇帆、

蔡孟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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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A SUI 

DAY IN 

KINMEN 

探尋之旅. 

金門水車堵 

 

組員：鄭家

鈺、王羿涵 

 

 

 

 

手冊 

 

 

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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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環境規劃與社區營造實務 

組別 成果報告內容 

金寧鄉整體

規劃報告書 

 

組員：胡蕙

珊、邱薇

帆、周奕

安、施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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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寧鄉整體

規劃報告書 

 

組員：鄭家

鈺、洪煒

婷、羅孟

馨、王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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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野調查資料與過程 

田野調查相關紀錄 

 

資源盤點 
 訪談逐字稿 

 

資源盤點 

 

資源盤點 

 

田野調查過程記錄 

 

田野調查過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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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影像紀錄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成果發表  
老師講評 

 

老師講評 

 
靜態展示 

 

 

 

 


